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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图话”心理解读是新时期幼儿园教师深入了解幼儿心理状态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抓手。以笔者课题团队开展幼

儿“图话”心理解读“33+X”工作模式的实践探索为例，建议实施以下心理解读策略：秉持尊重、接纳和理解等基本原则；酌

情实施“大力支持幼儿进行原发性表达、重视解读幼儿的独特性语言、深入认识幼儿表征的发展性”等基本步骤；坚持遵循

“灵活选择解读要素、动态求证解读内容、多元分析解读结果”等基本规范；探索形成“全面整合一日生活、协同促进经验建

构、有效支持多元沟通、创新拓展视听传播”等应用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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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ng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Model for Preschool
Children’s“Picture Talk”

OUYANG Yi-hong
（Quanzhou Fengze Kindergarten，Quanzhou 362000，China）

Abstract：The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ldren’s“Picture Talk”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to deeply under⁃
stand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young children in the new era. Taking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33+X”psychologi⁃
cal interpretation model for children’s“Picture Talk”by the author’s research team as an example，it is recommended to implement
the following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strategies：adhering to basic principles of respect，acceptance，and understanding children;
implementing basic steps such as strongly supporting young children’s primary expression，valu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unique
language，and gain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al nature of their representation; adhering to basic norms such as flex⁃
ible selection of interpretation elements，dynamic verification of interpretation content，and diversified analysis of interpretation re⁃
sults; It suggest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application fields such as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daily life，collaborative promotion
of experience construction，effective support for diverse communication，and innovative expansion of audiovisu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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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是儿童心理发展以及人格形成的关键

时期。由于3-6岁儿童自我调节和控制水平较

低，极易受环境及不良因素影响形成不健康的心

理和人格，《幼儿园工作规程》明确要求：“幼儿园

应当关注幼儿心理健康，注重满足幼儿的发展需

要，保持幼儿积极情绪状态，让幼儿感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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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纳。”总体来说，我国绝大多数幼儿园都比较

重视幼儿心理健康教育，鼓励教师通过幼儿话

语、行为和作品分析、任务测评和成长档案等路

径和方法，密切观察和科学评价幼儿的心理状态

与发展水平。

所谓幼儿“图话”是指幼儿通过自主绘画并

结合口述来表达其认知、情感和价值判断的行为

方式［1］。“图话”可以让幼儿的所思所想“看得见”，

能够有效弥补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弱的短板，支持

其相对自主地参与社会交往，显著增强其自信心

和自尊感［2-3］。笔者主持的《绘画心理解读3-6岁

幼儿心理健康的案例研究》课题团队（以下简称

该团队）秉持儿童本位立场，在长期幼儿园健康

教育实践中，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图话”心理解读

是新时期幼儿园教师深入了解幼儿心理状态与

发展水平的重要抓手。该团队坚持依托教育培

训、专题诊断和课题研究等园本教研活动，经过

近八年的试验探索，探索构建了“33+X”幼儿“图

话”心理解读模式并持续创新发展，显著提升了

相关实验园所幼儿心理健康教育质量。

一、幼儿“图话”心理解读的探索历程

自2017年至今，该团队积极组织教师开展幼

儿“图话”心理解读工作。其探索历程可以大致

划分为初步探索、拓展行动、应用提升等三个阶

段。

在初步探索阶段，鉴于自由涂鸦是幼儿表达

自己心中感觉的一种原始的创造活动［4］，重点解

读幼儿涂鸦的原发性意向表达与心理察觉水平，

进而通过耐心倾听幼儿谈论自己的绘画作品，深

入探寻幼儿的情感、动机和精神状态。经过大量

案例分析，初步编制了《3-6岁幼儿绘画心理解读

要素表》。该表包括颜色特征、画面特征、位置、

图形切断、线条特点、线条样式、阴影、附加物、布

局、图像特征、图形与线条等11个要素解读维度。

在拓展行动阶段，该团队强调将绘画心理

解读要素与幼儿具体生活情景相联系，通过收

集大量的幼儿绘画作品素材，坚持由表及里地

拓展解读幼儿的自觉体验、独特语言和思维特

征。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了幼儿“图话”心理

解读工作从“师本”走向“生本”“他主”走向“自

主”的重要转变，初步形成可操作性的幼儿“图

话”心理解读模式。

在应用提升阶段，该团队强调利用“图话”可

视化、交互性的特点，将幼儿“图话”作为“看得见

幼儿”的一种重要媒介，大力支持幼儿进行“图

话”+日常生活、“图话”+学习活动、“图话”+游戏

等多元化表征，积极促进师幼、幼幼和亲子之间

的互动交流和经验链接。

二、幼儿“图话”心理解读的模式建构

经过多年探索，该团队初步形成了包含3个

解读原则、3个解读步骤、3个解读要求和“X”类应

用场域的幼儿“图话”心理解读“33+X”工作模式。

（一）33解读规范

1.基本解读原则

该团队开展解读工作秉持的基本原则为：一

是尊重原则。对于3-6岁儿童来说，绘画可以一

定程度上代替语言交流，特别是绘画结合口述是

其表达自己情绪情感以及与他人展开情感及认

识交流的重要途径。为此，应当尊重“图话”是其

表达和交流的独特方式。二是接纳原则。幼儿

通常在自己直观感受支配下进行“图话”，会逾越

透视、解剖和构图等常规，不讲“画理”和“画法”，

总是尽情地表现自己所思所想。幼儿具体采用

何种创作样式，与其学习和发展程度密切有关，

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日趋完善。为此，应当接纳幼

儿“图话”行为的反常规性与强烈自我性。三是

理解原则。幼儿绘画内容和表现形式虽然千变

万化，但其绘画能力总体上遵循涂鸦-象征-图式

的规律循序进步。幼儿在绘画的不同阶段会相

应出现一些新图形，均有其所代表的特定意义。

全体幼儿“图话”能力在不同年龄阶段具有相应

特征，而不同幼儿“图话”能力发展客观存在个体

差异性。为此，应当理解幼儿“图话”能力发展是

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2.基本解读步骤

该团队开展解读工作所采取的基本步骤为：

第一步是大力支持幼儿进行原发性表达。重视

为幼儿们创造原发性自由表达的条件，特别是被

尊重接纳的环境，坚持引导幼儿主动进行真实的

表征，为教师解读幼儿的心理活动提供丰富素材

和可靠依据［5］。第二步是重视解读幼儿的独特性

语言。主要做法为：一是对照《3-6岁幼儿绘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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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读要素表》，全面解析幼儿绘画的诸多要素、

结构特征和意义蕴含；二是组织谈论幼儿绘画作

品，认真倾听幼儿的心声，感受幼儿作为“有能力

的学习者”的潜在力量，努力克服主观臆断的倾

向。第三步是深入认识幼儿表征的发展性。主

要做法为：一是诊断性评价特定幼儿“图话”能力

发展是否符合幼儿绘画能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侧

重发现其心理发展是否健康与稳定；二是增值性

评价特定幼儿“图话”能力发展水平，侧重发现其

个体心理发展是否持续进步。

3.基本解读规范

该团队开展解读工作所遵循的基本规范为：

一是灵活选择解读要素。针对特定幼儿“图话”

素材或情境，教师努力做到因人而异、因境而异，

实施具体分析，灵活选择出富有意义的要素予以

深入解读［6］。二是动态求证解读内容。面向全体

幼儿的个性差异及其发展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教

师应及时、耐心求证每位幼儿“图话”的真实意

义，予以准确记录，力争在充足素材积累的基础

上再进行综合解读。三是多元分析解读结果。

针对特定幼儿“图话”所反映的心理问题，教师应

积极开拓视野，努力进行多元化归因分析，重点

关注家庭家养方式、社区文化环境和幼儿园保教

活动等多方面因素对特定幼儿心理状态的具体

影响，进而实施必要的精准干预。

（二）“X”类应用场域

1.全面整合一日生活

该团队重视为幼儿提供随手可得的纸笔材

料，大力支持幼儿在丰富多彩的一日生活中应用

“图话”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初步形成了面

向表征特别体验的“图话”+日常生活、面向表征

直觉感悟和观察记录的“图话”+学习活动、面向

表征计划反思的“图话”+游戏等创新性整合型教

育活动。

2.协同促进经验建构

该团队深刻认识到幼儿“图话”表达方式对

于幼儿完整经验建构具有重要的链接作用，大力

引导幼儿更加细致地感受欣赏、观察发现和深入

探究周边的世界，以为后续“图话”表达提供“源

头活水”。与此同时，积极启发幼儿向健康、语

言、社会、艺术和科学等领域迁移应用自己的“图

话”经验［7］，切实促进幼儿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协调

发展。

3.有效支持多元沟通

该团队充分发挥“图话”的可视化交互媒介

作用，大力支持幼儿与画面、教师、同伴、父母之

间进行较为畅通的思想与情感交流。例如，“图

话”中幼儿对其弟弟的描画，可以引发父母对头

胎与二胎关系的思考；游戏中边画边说，可以促

进幼儿伙伴之间高质量的计划合作［8］；师幼之间

的“图话”式互动，可以显著改进彼此沟通效果。

4. 创新拓展视听传播

该团队大力支持幼儿在新的时代条件和技

术背景下进行“图话”表达创新。例如，当一张纸

无法表达幼儿“图话”时，教师鼓励他们尝试采用

两格、四格连续画面进行充分表达，进而围绕某

一主题自编画本进行更高水平的完整表达。此

外，还会引导他们尝试用摄像机、智能手机、录音

设备等把自己的“图话”平面作品创编升级为短

视频或微电影，并在适当范围传播交流。

三、幼儿“图话”心理解读的典型案例

该团队在研制《3-6岁幼儿绘画心理解读要

素表》的基础上，认真组织教师持续开展了大量

的幼儿“图话”心理解读工作，并精心编制了《幼

儿绘画作品案例分析集》和《幼儿绘画作品图文

解说集》。现简介其中的一则幼儿绘画作品（图

1）心理解读案例。

图1 3岁萱萱的画作“我们一家坐着汽车回家”

作品解读：

1）绘画顺序：该幼儿最先画的是自己，表明

其最关注自己，标志其自我意识已经形成；妹妹

是第二位出现的人物，说明其与妹妹的情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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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亲密，第三位出现的是爸爸，表明其与爸爸

的情感关系也较为亲密；最后出现的是妈妈，说

明其与妈妈的情感关系相对疏远，是其无法“支

配”的家庭成员。在人物画齐之后，该幼儿又画

了一辆“载着一家人回家”的汽车，整个画面情节

较为完整，说明其思维清晰，做事条理性好。

2）空间位置：纸张的下半部分画满了家庭成

员，表明该幼儿缺乏安全感且情绪低落，希望得

到外界支援；纸张中间位置画了汽车，表明其非

常期待一家人坐着汽车回家。

3）物体大小：画中最大人物图像的是妈妈，

次大图像的是爸爸，再次图像是自己，最小图像

的是妹妹，这表明妈妈是家庭的中心人物，并在

幼儿心中具有绝对权威性。所画汽车图像也很

大，表明汽车是该幼儿非常期待的物体。

4）线条情况：所画人物线条力度比较大，但

是不够连贯，表明该幼儿在画这些人物时心理有

些紧张；所画汽车线条较为圆润流畅，表明该幼

儿在画汽车时充满向往且思维活跃。

5）阴影情况：所画车轮涂有浓重颜色，而且

好几处几近戳破，表明该幼儿对于能否如愿地一

家人乘汽车回家具有明显的担忧和焦虑。

6）社会背景：经家访得知，萱萱的妈妈是家

庭的主心骨和决策者，自从生了妹妹之后，因无

暇照顾长女萱萱，就将其送往外婆家生活，只有

周末才由爸爸接回家团聚。因此，萱萱与妈妈的

情感关系有所疏远，并对每个周末回家团聚充满

了渴望。

综上，笔者团队通过构建“33+X”幼儿“图话”

心理解读模式，着力塑造了“自主、健康、快乐”的

园本健康教育特色，显著提升了教师的观察、分

析、解读等方面的专业能力，精心培育了一批又

一批的“乐绘、善讲、敢辩”的健康儿童，基本达成

了预期健康教育目标，并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

然而，对照新时代幼儿园健康教育的专业标准，

有待反思客观存在的工作短板与水平差距。今

后应坚持儿童本位立场，切实加强科学理论武装

教师头脑，持续优化幼儿“图话”心理解读策略，

力争为促进我国幼儿园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新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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